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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李丽君

三月三还是情人节

在少数民族内仍保留三月三情人节的习
俗。比如这一天苗族姑娘穿着盛装，来到一个
固定的地方展示她们的美丽。小伙子们也等着
这一天，他们有机会认识很多姑娘，和她们对
歌，如果相互喜欢的话，马上就可以拉回家去。
所以歌会散了之后就可以看到很多男男女女拉

拉扯扯的。
这一天不但是苗族的歌会，黎族称三月三

为“孚念孚”，为预祝“山兰”(山地旱谷)和打猎
丰收的节日，也是青年男女自由交往的日子，人
们称它为谈爱日。

各地的不同习俗

汉族在这日有吃地（荠）菜煮鸡蛋的习俗。
侗族，在这日举行抢花炮、斗牛、斗马、对

歌、踩堂等活动，亦称“花炮节”。

布依族，于这日杀猪祭社神、山神，吃黄糯
米饭，各寨三四天内不相往来。

畲族，家家都做乌米饭，全家共餐，馈赠亲
友，欢度“乌饭节”。

在广西壮乡，到处都是歌的海洋。歌墟，是
壮族人民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举行的节日性聚
会，它是以对歌为主体的民俗活动。

瑶族以三月三为“干巴节”，是集体渔猎的
节日，并将捕获的野物鱼类按户分配，共享收获
的欢乐，后云集于广场，唱歌跳舞，欢度佳节。

石质轩辕庙坐西朝东

4月8日，始祖山顶，那里有一座古老的庙宇，
奇怪的是，它不是坐北朝南，而是坐西朝东。这是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石庙——轩辕庙。

石门、石窗、石柱、石梁、石顶……这座庙宇全
部是石质结构，没有一块木料，可谓独具匠心。轩
辕庙的“砖”是一块块的石板，每块都在 200公斤
以上。而石头做成的窗户，至今依然十分坚固。
进入庙宇，房顶上的石梁，更加显示出它的艺术高
超之处。

“我们通常见到的庙宇都是坐北向南，而这座
庙却坐西向东。从建筑学角度来看，汉代以前的
庙宇都是坐西向东，以西为上；汉代以后的庙宇才
是坐北向南，以北为上。根据专家学者鉴定，它的
根基和墙围始建于春秋时期，距今已有2700多年
的历史了，应该是古人为纪念黄帝而建设的。由
于长期风化和人为破坏，房顶曾在汉代修复过，并
且历代都有修复，最近的一次修复在上世纪90年
代初。”始祖山景区管委会主任周云峰告诉记者，
轩辕庙在 2000年时被确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现正在申请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轩辕庙留下太多的神秘

庙内正对门口处是一尊黄帝像，庙的门楣
上方有 4 个奇异的符号，不同于现在的汉字。

“这是轩辕庙最有文化价值的部分。”周云峰介
绍，专家考证，这些符号可能是黄帝时期的象
形文字，中间两个符号是仰韶文化时期的文化
符号，在象形文字中代表“天天”，左边一个月
亮，代表阴，右边的太阳，代表阳，阴阳对称，表
示“日月天天转，黄帝坐中间”之意，表现了人
们对黄帝的崇拜。

在左右两边的石窗下边，各有一块石碑，由于
长时间风化，上面的字迹已无法看清。“如果能破
译出这些文字，可能会得到轩辕庙更多的信息。”
周云峰说。

周云峰介绍，轩辕庙内原有一块石碑可报阴
晴，晴天碑身出水，即日下雨；上边有水珠，说明北
边有雨；下边有水，说明南边有雨，非常灵验。为
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今无人能说清楚。

至今保留三月三拜祖习俗

“三月三凌晨，很多人就会聚集始祖山顶，抢
着烧第一炷香。”周云峰介绍，每逢农历三月三，成
千上万的群众都要到庙前烧香叩拜，保佑自己平
平安安、万事如意。来此寻根拜祖的海内外华人
也要在庙前举行祭祖仪式，颂赞始祖功德，缅怀黄
帝业绩。一些名人为轩辕庙题词，其中庙南边“中
华文明始祖”的石碑就是贺敬之题写的。可以说，
轩辕庙已成为中华儿女热爱始祖黄帝，期盼祖国
繁荣富强，凝聚华人感情的象征。

始祖山山顶嫘祖庙的附近，有一座
坐西朝东、全石质的庙宇——轩辕庙。
经专家考证，此庙宇至少有2700多年的
历史，是人们为纪念黄帝功德而建。至
今，每逢农历三月三，前来这里拜祖的
游客络绎不绝。4月8日，记者在轩辕庙
看到很多人前来这里拜祖。

晚报记者 王军方 袁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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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黄帝内经》给出答案：
“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
其正也。”这表明再温和的药也不如
平常吃饭，均衡饮食才是治病的最
佳良方。

旁白《黄帝内经》是我国传统
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我国医
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
学典籍。


